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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檄文在魏晋南北朝“乱世”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除应用于军事斗争这一主要场景之外，还被用来讨

责神灵、妖魔等，甚至被应用到家庭伦理、饮食等日常生活之中。魏晋南北朝军事题材檄文形式体制成

熟，从功用和内容的角度，可分为声讨揭露、宣扬军威等6类。运用“知人论世”的鉴赏方法，结合“大

争之世”时代背景，通过分析檄文创作者的生活轨迹和思想情感，以及儒释道多元文化融合共生的宗教

中国化进程，可以更加清晰地描摹出魏晋南北朝历史时代图景，更好地认识历史、传承文化，对于增强

文化自信自强底气，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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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troubled times of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denunciation had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mainly being used in military struggle, it was also 
used to denounce gods, demons, etc., and even applied to daily life such as family ethics and diet. 
The military themes denunciation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had a mature form 
and system. It could be divided into six categories, such as denouncing and exposing, and publi-
cizing military prestige. By analyzing the life trajectories, combin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era of 
“Great Controversy”, to analyze thoughts and emotions of the author of denunciation as well as the 
process of religious sinicizatio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and coexistence of Confucianism, Budd-
hism, and Taoism in Multiple Cultures can be described more clearly on the historical era of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t also promotes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makes significant realistic meanings for enhanc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onstructing modern spirit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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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檄文作为一种军事、政治与文学深度融合的古代文体，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大争之世”大放异彩，

闪耀着时代的光辉，在檄文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笔者曾对檄文的文体特点[1]和魏晋南北朝

檄文的文体演变[2]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本文将从文本入手，对魏晋南北朝檄文的题材内容和创作背

景进行延伸研究。 

2. 魏晋南北朝檄文的题材 

要研究魏晋南北朝檄文，首先要分析其文本，吃透檄文的题材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典型的乱世，

伴随着频繁的战争，檄文的出现频率很高，覆盖的范围也较广，军事斗争甚至宗教仪式以及日常生活之

中都有出现。纵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56 篇檄文(本文所述檄文，是指以“檄”命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文章 1)，与军事斗争相关的占据绝大部分，而其他类别的只有晋蔡谟《易子檄》、南朝宋释宝林《檄太

山文》《檄魔文》等 7 篇。 

2.1. 军事题材檄文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360 余年间，30 余个大大小小的王朝“你方唱罢我登场”，“八王之乱”“五

胡乱华”等重要历史事件先后发生，中原大地呈现出一派星流云散、颠沛流离的混沌景象。每一次政权

的兴灭都伴随着战争的频繁发生，而每一场战争的展开几乎都伴随着檄文政治与正义的喧嚣。这一时期

留传下来的檄文绝大部分和军事斗争有关，这类军事题材的檄文共计 49 篇，占总数的 87.5%，是魏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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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本据 1958 年版中华书局(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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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檄文的主体部分，直接反映了治乱兴衰的历史进程。很多檄文伴随着军事斗争出现，见证了著名的

战役及天下分分合合的变迁。 
比如：三国时期，兼并战争连绵不断。在军阀割据混战中，曹操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在官渡之战

中击败了袁绍，奠定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最终统一了华北。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正是作于官渡之

战这个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前夕，当时，曹操是北方可以与袁绍集团抗衡的主要政治武装力量，

两大军阀之间的对决在所难免。陈琳在这篇不足 2000 字的著名檄文中，从曹操的家世和经历中选出最能

激起时人义愤和厌恨的典型事件，利用当时已逐渐形成的世族门阀观念和士大夫的忠君传统，再加以文

辞的渲染、夸张，从家庭社会背景、主观心理等多个维度，将曹操的人物设定塑造为不仁不义、无德无

能的化身，为即将发动的官渡之战提供思想和舆论准备。虽然最终袁绍一方失败，但陈琳的这篇檄文却

在这场残酷的军事斗争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为后世所传诵。 
再比如：蜀景耀六年(263 年)，司马昭派钟会、邓艾等率十余万大军分三路攻蜀。钟会军进至汉中，

兵临剑阁时，遭到蜀国将领的抵抗。为争取蜀军投降，并最终消灭蜀汉，钟会草拟了著名的《移蜀将吏

士民檄》，告喻蜀汉前方将士和境内吏民。该文指出魏国发动的伐蜀之役是“应天顺民”的义举，分析

双方形势，陈说利害、晓以大义，希望首先在理智和心理上征服蜀汉朝廷和境内军民，尽快输诚纳款，

放下武器，归顺魏国。最终，后主刘禅出降，蜀汉灭亡，这篇檄文在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也起到了一

定的助力作用。 
另外，单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此类檄文的侧重，如：标题中出现“讨”字的有晋元帝《讨石勒檄》、

晋康帝《讨石虎檄文》、晋桓玄《讨元显檄》、晋东海王越《檄方镇兵讨石勒》、晋孙惠《为东海王讨

成都王檄文》、刘宋巴陵王休若《移檄东土讨孔觊等》6 篇，可见这一时期征讨战争的频繁。兴，百姓

苦，亡，百姓苦。长期的兼并战争给百姓带来无尽的痛苦和伤亡，一篇篇慷慨激昂的战斗檄文其实是由

无数个普通民众家庭的生离死别为其作注解的，这也是古代历史进程中的悲哀与无奈。“一将功成万骨

枯”，不外如是。 

2.2. 宗教(神魔)题材檄文 

这一类檄文占魏晋南北朝檄文总数的 8.9%，共有 5 篇，虽然数量不多，学术界也少有研究，但非常

值得我们注意。它们所声讨的对象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敌对一方，而是带有虚幻色彩的江神、山神等神魔

鬼怪，同时也反映出南北朝时期宗教的兴盛。这 5 篇檄文是：刘宋释宝林《檄魔文》和《檄太山文》、

梁吴均《檄江神责周穆王璧》、北魏释僧懿《檄魔文》和《魔主报檄文》。其中：释宝林《檄魔文》《檄

太山文》和北魏释僧懿《檄魔文》《魔主报檄文》同属一类，即基于佛教立场对鬼神进行谴责、声讨的

檄文，而梁吴均《檄江神责周穆王璧》则属于拟公文体俳谐文。 
刘宋释宝林《檄太山文》是一篇佛教徒声讨太山山神即“太山东岳神府及都录使者”的檄文，以“沙

門竺道爽”的叙述者口吻以及立场展开(这里的道爽及智静都被严可均认定为京师龙光寺沙门宝林的托名

[3])。他开篇立论，指出五岳乃“神道自然”的产物，通过西王母和东王公都是从泰山升仙这一神迹点出

太山的独殊地位：“夫东岳者，龙春之初，清阳之气，育动萌芽，王父之位，南箕北斗，中皇九天。东

王西母，无极先君，乘气凤翔，去此幽玄，澄於太素，不在人间。”接着话锋一转，引出对山神的声讨：

“而何妖祥之鬼，魍魉之精，假东岳之道，托山居之灵，因游魂之狂诈，惑俗人之愚情。雕匠神典，伪

立神形，元无所记，末无所经。外有害生之毒气，内则百鬼之流行。昼则谷饭成其势，夜则众邪处其庭。

此皆狼蛇之群鬼，枭蟒之虚声。”好好的道教仙都，自从西王母离开后就被名不见经传的淫祀邪神所占

据，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接着引经据典，从《零征记》《枕中戒》中寻找依据，证明泰山神矫称

“五岳真神”，“顺之则赐恩，违之则有祸咎……毁辱真神，非其道也”，属“神不正”者。又对比《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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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记》“经之所载，传之明验”的记载，摆事实、举例子，诘问泰山神“经旬历月，曾无影报。以此推

之，有何证验？”指出泰山神祭从无效验，“验此虚妄，焉足奉哉”！继而指出，泰山神既不能“兴云

致雨，以表神德”，又滥入“阎罗王之统”，混淆“生人应府”和“地狱”的界限，“横恣人间，欺绐

万端”“毒锺王境，为害滋甚”。最后，作者表明“吾将荡秽，光扬圣道”的决心，严正警告太山众“小

鬼”不要有所“顾恋”“望餐不去”，“将宣集毗沙神王、惒罗子等……降龙伏魔，靡不稽颡”。若胆

敢反抗，一切魑魅魍魉都会如“鹤毛入炭，鱼行镬汤，倾江灭火，朝露见阳”。一位既有霹雳手段，又

怀仁慈之心，义正辞严通过威吓之辞迫其“勿复稽留，明顺奉行”的佛教护法形象跃然纸上。 
梁吴均《檄江神责周穆王璧》以公文之形行嘲戏之实，向江神讨还周穆王的玉璧，构思新颖，恣意

挥洒，乃是一篇奇文。文章开篇先叙述了创作缘由：相传西周穆王南巡过江，江神向其索取玉璧，穆王

无奈遂沉璧于江，方得通行。作者对千年之前的事情依然念念不忘、耿耿于怀，故作檄责还玉璧：“念

兹文璧，故问水滨”。接着指出若归还玉璧“则富有汉川，世为江伯”，若不交还玉璧，必令众勇士前

来讨伐。下面重点描写了兴兵讨伐江神的具体安排：“使公孙蹑波而长呼，子羽济川而怒目。飞舞剑而

东临，丘跃马而南逐。打素蛤而为粉，碎紫贝其如粥。又有川人勇俊，处乎闽濮，水居百里，泥行万宿。

右睨而河倾，左咤而海覆，乃把昆吾之铜，纯钩之铁，被鱼鳞之衣，赴螺蚌之穴，引澍东隅，移燋北岛，

使蓬莱之根，郁而生尘，瀛洲之足，净而可扫。”这一段描写生动活泼，气势非凡，对句工整，骈俪化

色彩很重，还运用了公孙接、子羽等多名古代著名勇士的典故。最后用“按骊龙取其颔下之珠，搦鲸鱼

拔其眼中之宝”来炫耀己方爆表的武力值，以起到震慑作用。吴均此文与典型的檄文相比，没有将论述

的重点放在己方之德、敌方之恶上，甚至对这两点不加强调，而是交代缘由后直接进入典型檄文结尾以

威吓之辞进行劝降的部分。这种本末倒置的写作策略，将最能体现檄文特征的重点部分处理成过渡，而

将附带部分作为重点来铺排叙述，正体现了拟公文体俳谐文的游戏调侃性质。 

2.3. 生活题材檄文 

这类檄文较少，仅有晋代的两篇，分别是蔡谟《易子檄》、弘君举《食檄》。这两篇文章实际上并

非真正意义上的檄文，有“檄”之名，却无“檄”之实。 
晋弘君举《食檄》虽以“檄”命名，但纯为饮食之论也。所谓“食檄”，大概就是当时官方的食单。

该食单大意如下：把太湖白兰之肉、乳猪肉、鸡肉去骨后，加上滠湖独穴之鲤鱼，赤山後陂之莼菜，淋

上豆豉，加热后就着酒吃，味美清香。用急火烧烤的牛肚非常香，闻到香味的朋友们都想来吃。用 50 多

个“罗奠碗子”配上牛肉、烤鸭、鱼干、熊脂、河鹿肉等野味和糟腌的蟹等，再加上蔗浆、木瓜、元李、

杨梅、橄榄、石榴、葵菜羹等一起煮。用蒜、醋、盐、姜来调制春天的嫩韭菜。最后让厨子下又细又白

面条来吃，吃面喝汤之后，非常满足。晋代士族阶层生活奢靡浮华，追求口腹之欲，食不厌精、脍不厌

细的吃文化在这份菜单上可见一斑。 
晋蔡谟《易子檄》虽然以“檄”命名，反映的却是丧服礼制的问题。文中记载了蔡谟对太康年间，

王昌欲以母忧不摄职事而引发的一场社会大讨论。王昌的父亲王毖先后娶了两个妻子，导致王昌作为后

妻的儿子对其父之前妻的丧服无所适从。文章先叙述了关于“前母服”一事“太康初，公府卞粹”和“元

康中，司徒左长史胡济”两人的看法，指出不同时期关于此事的见解与理由，最后以议论作结，提出自

己的观点——“明以名礼为制者，不计恩逮与否也”。蔡谟主张遵从名服的礼制传统，而不去考虑“恩

逮与否”。表面上看，这是礼法与现实、政治和情理的冲突[4]，实际上却反映了西晋时期儒学的衰微和

遭遇的困境。 

3. 魏晋南北朝军事题材檄文的类型 

这里我们把数量最多、成就最高、关注最广的军事题材檄文作为狭义的魏晋南北朝檄文来研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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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檄文，有的以声讨揭露(敌方罪行)为主，有的以晓谕为要，有的以劝降为重，有的纯

为夸耀本方军威，还有像陈琳《为袁绍檄豫州》这样的典范檄文，声讨揭露、晓谕劝降、征调号召、夸

耀军威兼而有之的。从功用和内容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把狭义的魏晋南北朝檄文分为以下几类。 

3.1. 声讨揭露类 

这类檄文以讨伐责让，揭露敌人的罪行为主。如晋庾阐《为郄道徽檄青州文》：“天步祸乱，有自

来矣。是以石勒因曩者之弊，遇皇纲暂弛，遂陵跨神州，翦覆上国……而石虎穷凶，袭其馀业，内肆豺

狼之暴，外有无辜之祸。”将石勒、石虎兄弟二人的的种种罪行予以深刻揭露，并指出其“毒流四海，

人神含愤，天诛自灭”；再如南朝齐丘巨源《驰檄数沈攸之罪恶》，单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此檄文的主要

内容，此文绝大部分的篇幅都在控诉、历数沈攸的罪恶，非常清晰到位地将其列为 9 个方面：“此其乐

祸幸灾，大逆之罪一也”、“此其苞藏祸志，不恭不虔，大逆之罪二也”、“其侮蔑朝廷，大逆之罪三

也”、“此其伏慝藏诈，持疑两端，大逆之罪四也”……。晋孙惠《为东海王讨成都王檄文》：“颖禀

性强暗，增崇位号，阿比奄官，专任孟政，遂使恣睢，杀活由己，疾谏好谗，小人满侧，官以贿成，位

以钱获，囚以货生，狱以弊解，百官卷舌，朝野隐伏……为子则不孝，为臣则不忠，为弟则不顺，为主

则不仁，四恶具矣。豺狼之性有甚无悛。”全文一百余字，纯为揭露罪行。其他以揭露敌人的罪行为主

的檄文还有三国蜀吕凯《答雍閭檄》、晋桓玄《讨元显檄》、北周于谨《传梁檄》、北周阙名《传檄吐

谷浑》等。 

3.2. 宣扬军威类 

这类檄文以描写本方军队的兵马之壮、气势之盛，宣扬强大的军威以震慑敌人为主。如三国繁钦《为

史叔良作移零陵檄》：“金鼓震天，丹旗曜野，巨堙既设。”仅用十二字就将本方军队的盛大气势给描

述出来；三国王昶《檄吴将校部曲》：“释无前之矢，实映日之甲。羽骑迅逝，步卒星陈；鸣震山之鼓，

张蔽天之旌。”也非常短小，但全为描述本方军威之辞；再如南朝刘宋颜竣《为世祖檄京邑》，文中以

大量文字来进行描述：“今命冠军将军领咨议中直兵柳元景、宁朔将军领中直兵马文恭等，统劲卒三万……

辅国将军领咨议中直兵宗悫等，勒甲楯二万，征虏将军领司马武昌内史沈庆之等，领壮勇五万……”“冠

军将军臧质忠烈协举，雷动汉阴。冠军将军朱修之，诚节亮款，悉力请奋……又安东将军诞、平西将军

遵考、前抚军将军萧思话、征虏将军鲁爽、前宁朔将军王玄谟，并密信俱到，不契同期，传檄三吴，驰

军京邑，远近俱发……”“以此众战，谁能抗御，以此义动，何往不捷。”虽然同是宣扬军威，但与三

国时期两篇檄文不同的是，此文不仅以较为抽象的词语来夸饰描述宣扬军威，还花费大量篇幅详细列出

具体的统兵将领以及他们的头衔名号，甚至还列出了所帅士兵的数量。这种近乎实证的列举方式虽然有

泄漏军事机密之嫌，但确实能够显示本方军力的强大，增强说服力和威慑力，也为檄文增添了气势。其

他以宣扬军威为主的檄文还有三国王粲《为荀彧与孙权檄》、晋王永《宣檄州郡》、南朝刘宋长沙王义

欣《檄司兖二州》、南朝梁王僧辩《檄》等。 

3.3. 晓谕劝降类 

这类檄文以晓谕对方，分析利害关系和敌我形势，安抚、劝诱、拉拢或威吓对方为主，意在迫使对

方改变立场，最好是主动投降。钟会《移蜀将吏士民檄》可算作此类檄文的代表作，文章宣扬拯救百姓，

先惠后诛，好生恶杀的起兵意图：“非欲穷武极战，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陈安危之要，其敬听话言。”

然后列举古今“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规福于未萌”的人物、事例“是以微子去商，长为周宾；陈平背

项，立功于汉。”最后恩威并施，敦促蜀国将吏投诚：“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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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欲悔之，亦无及已。其详择利害，自求多福。”文章举出有凭证可考验的事理，说明蜀国必不能抵挡

降魏的历史洪流，逻辑严谨，说理有力。其他以晓谕劝降为主的檄文还有三国董昭《伪作袁绍檄告郡》、

三国虞松《檄告公孙渊》、晋庾阐《为庾稚恭檄蜀文》等。 

3.4. 揭露号召类 

此类檄文主要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揭露敌方罪行，二是号召天下共讨之。如晋苟晞《移檄诸征镇

州郡》，先揭露敌方罪行：“天步艰险，祸难殷流，刘元海造逆于汾阴，石世龙阶乱于三魏，荐食畿甸，

覆丧邺都，结垒近郊，仍震兖豫，害三刺史，杀二都督，郡守官长，堙没数十，百姓流离，肝脑涂地。”

接着指出当前形势：“宿卫阙乏，天子蒙难，宗庙乏危，甚于累卵。”最后号召：“夫翼奖皇家，宣力

本朝，虽蹈汤火，大义所甘。加诸方牧，俱受荣宠，义同毕力，以报国恩。晞虽不武，首启戎行，秣马

裹粮，以俟方镇。凡我同盟，宜同赴救。显立名节，在此行矣。”再如晋元帝《讨石勒檄》先揭露敌方

罪行，然后以悬赏的形式进行号召：“有能枭季龙首者，赏绢三千匹，金五十斤，封县侯，食邑二千户。

又贼党能枭送季龙首，封赏亦同之。”此类檄文还有晋桓温《檄胡文》、晋东海王越《檄方镇兵讨石勒》、

晋慕容钟《传檄青州诸郡讨辟閭浑》、郭质《宣檄三辅》等。 

3.5. “振此威风、暴彼昏乱”类 

此类檄文主要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宣扬己方军威，二是揭露敌方罪恶。如晋庾阐《为庾稚恭檄石

虎文》：“石勒因衅，翦覆旧京，穷凶极逆，伪号累祀。百姓受灰没之酷，王室有黍离之哀。……羯帅

石虎，僭袭凶业，负恃其众，陆梁河朔。每念忠顺之士，怀仁抱义，含胆饮血，离其祸酷！心存倒戈，

而力不能奋。今遣使持节荆州刺史都亭侯翼，高旗连云，组练映日。运孙吴之筹，按尚甫之略。莫不张

胆咀铁，人思自奋。以此众战，其犹烈火之燔秋蓬，衡飚之埽落叶也。”此文前半部分揭露了石勒、石

虎二人的罪行，后半部分以“高旗连云，组练映日”、“其犹烈火之燔秋蓬，衡飚之埽落叶”来宣扬己

方的浩大声势和强大军威。再如南朝齐萧颖胄《移檄京邑》先以大量篇幅叙述敌方之罪恶：“而嗣主不

纲，穷肆陵暴，十侃毕行，三风咸袭。丧初而无哀貌，在戚而有喜容。酣酒嗜音，罔惩其侮。谗贼狂邪，

是与比周。遂令亲贤婴荼毒之诛，宰辅受菹醢之戮。……咸以名重见疑，正直贻毙，害加党族，虐及婴

孺。……信必见疑，忠而获罪，百姓业业，罔知攸暨……”然后不厌其烦地花费大量篇幅，一一详细列

出具体的统兵将领的头衔名号、统兵数量甚至发兵的动向，意图给读檄之敌方带来极大地视觉震撼和心

理冲击，将“攻心为上”的策略运用得淋淋尽致：“命冠军将军、西中郎谘议、领中直兵参军、军主杨

公则，宁朔将军、领中兵参军、军主王法度……等，领劲卒三万，陵波电迈，迳造秣陵。……宁远将军、

军主庾略等，被甲二万，直指建业。辅国将军武宁太守、军主邓元起，辅国将军、前军将军、军主王世

兴等，铁骑一万，分趋白下。征虏将军、领司马、新兴太守夏侯详……等，帅组甲五万，骆驿继发。雄

剑高麾，则五星从流，长戟远指，则云虹变色。天地为之矞皇，山渊以之崩沸。莫府亲贯甲胄，授律中

权，董帅熊罴之士十有五万，征鼓纷沓，雷动荆南。宁朔将军、南康王友萧颖达，领虎旅三万，抗威後

拒。萧雍州勋业盖世，谋猷渊肃，既痛家祸，兼愤国难，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万，已出汉川。

张郢州节义慷慨，悉力齐奋。江州邵陵王、湘州张行事、王司州皆远近悬契，不谋而同，并勒骁猛，指

景风驱。舟舰监鱼丽，万里盖水，车骑云屯，平原雾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众，盛德之师，救危亡

之国，何征而不服，何诛而不克哉！”其他此类檄文还有宋武帝《移檄京邑》、宋何承天《为谢晦檄京

邑》、梁元帝《驰檄告四方》、北周申徽《为周文帝传檄方镇》等。 

3.6. “述此休明，叙彼苛虐”类 

此类檄文主要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叙述本方之德，二是揭露敌方之恶。如杜弼《檄梁文》全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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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多字，言语繁复、长篇累牍，一正一反反复地将敌方与己方进行对比论述，先揭露候景之罪行：“侯

景一介役夫，出自凡贱，身名沦蔽，无或可纪，直以趋驰便习，见爱尔朱，小人叨窃，遂忝名位……”

接着作为对比，又叙述己方之美善昌明：“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乐业，百灵效祉。虽上相云亡，

而伊陟继事，秉文经武，虎视龙骧。驱日下之俊雄，收一世之英锐……”其他还有巴陵王休若 《移檄东

土讨孔觊等》、任孝恭《为汝南王檄魏文》、徐陵《檄周文》等都是这一类的檄文。 
以上六类，在实际内容上又互相交叉，为方便研究作如此分类。值得一提的是，三国陈琳《为袁绍

檄豫州》形成了檄文创作的惯用套路和经典模板：先通过追述历史事件指出本方顺应天意是为正义之师，

然后列举敌方种种罪状，接着晓以利害、恩威并施进行劝降，最后以套语作结[2]。其他如陈琳《檄吴将

校部曲文》、北周阙名《为行军元帅郧国公韦孝宽檄陈文》都是遵循此模式的代表之作。 

4. 魏晋南北朝檄文创作的时代背景 

时代性是文学作品的必然表现特征，记录历史、表现时代是文学作品的社会属性之一。知文当知人，

知人须论世。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檄文，不仅要分析其题材内容，还要运用“知人论世”的鉴赏方法，

通过分析檄文创作者的生平和思想，更加深入地了解魏晋南北朝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4.1. 大争之世：儒者的用武之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 年~589 年)处于秦汉大一统和隋唐大一统之间的治乱循环，历经 360 余年的分

裂与动乱，仅仅在西晋时期有过 20 余年短暂的统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时期。这个时代政治波谲

云诡、社会动荡不安，这个时代思想解放、“文学自觉”，这个时代英豪辈出、各领风骚……这是一个

特殊的富有魅力的时代。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2，伟大领袖毛泽东在科学分析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战

争就是政治”“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等有关政治与战争本质关系的精辟论述 3。同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战争，本质上也是政治斗争的延续和政治斗争的工具。“频繁的战争使广大文人作家饱受乱离之苦，也

激起了他们的政治热情”[2]。有先贤圣哲确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4“达则兼济天下”5 的

理想追求，有班超珠玉在前“投笔从戎”的成功示范，魏晋南北朝乱世之中的文人深受儒家进取精神的

影响，普遍怀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他们秉承“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

原则，积极投身政治、参与军事，活跃在每个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的背后。一篇篇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感

和社会担当意识的檄文作品，就是文人儒士们参与政治的最好证明。 
比如：作千古檄文名篇《为袁绍檄豫州》的陈琳，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位列“建安七子”之

一，“檄愈头风”的典故就源自此人。《魏书·王粲传》附《陈琳传》：“「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军

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典略》曰：「太祖先苦头风，

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6 讲的是曹操读了陈琳的文章，一

时精神振奋，病似乎都好了。而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二回中，将此事敷衍为陈琳为袁绍作檄讨

伐曹操，文中列举曹操诸多罪状，痛骂操祖宗三代，操读此檄，惊而病愈，以此极言陈琳所作檄文之尖

锐辛辣。最后陈琳兵败被俘之时，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来应对曹操，而得以幸免于难。其他如，

庾阐《为郄道徽檄青州文》、杜弼《檄梁文》、孙惠《为东海王讨成都王檄文》、北周阙名所作的《传

檄吐谷浑》等等，都是当时文人思想和智慧的结晶。 

 

 

2(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3毛泽东《论持久战》。 
4《礼记·大学》。 
5《孟子·尽心章句上》第九节。 
6《三国志》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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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人的自觉：生命意识和生活理念的变化 

永嘉之乱之后，中原丧乱、殆无宁土，在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的时代大背景下，岁月静好已成奢望，

迁徙避乱、生离死别乃是常态，士族阶层虽生活较普通民众较为优渥，但生命脆弱、人生无常仍是挥之

不去的时代底色。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7 一方面，人

生短暂、及时行乐的思想，在部分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的士族阶层中大行其道；另一方面，这部分士族

子弟精神层面的空虚、萎靡，促生了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夜夜笙歌、追求物质享受成为很多贵族阶层

的理想生活。除此之外，战乱之中父母妻子聚散分合，由此引起的为父母服丧的问题，也时常成为社会

上争论的焦点。这些思想在前文所述的蔡谟《易子檄》和弘君举《食檄》中得到了体现。从浅表层次看，

两篇生活题材的檄文一写“民以食为天”的美食主义，一写家庭伦理规范层面情理与现实的冲突，其背

后深层次反映的，其实是乱世之中社会思潮的变化和士人生命意识、生活理念的转变，这正是“人的自

觉”在“文的自觉”之上的体现。 

4.3. 宗教中国化：儒释道多元文化的融合共生 

三国归晋，重新实现了江山一统。但在接下来的三百六十余年间，汉族政权内斗不休，匈奴、鲜卑、

羯、氐、羌等多个少数民族“逐鹿中原”，先后发生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等重要历史事件，短暂统一

后又有三十余个王朝相继兴灭。而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 64 年)传入中土后，先是在宫廷和上层

社会小规模内传播，后来逐渐渗透至民间，经过三国两晋时期的发展，到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时期。“南

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教的发展达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程度。希腊和波斯文化也在这一

时期传入中原，中华民族以其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和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怀包容着这一切。于是，北方少

数民族的主动汉化融入进程和佛教的本土化进程不断加速，儒家、释家和中国本土原有的道教等多种思

想的碰撞，进一步加速了思想和民族的大融合，带来经济形式、生活方式以及思想上的冲突和改变。在

人类历史上，制度上的无序通常为新事物的探索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动荡和社

会混乱，必然带来思想文化领域的百家争鸣和遍地开花。 
秦汉大一统的瓦解松动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权威，“今文经学”的迷信色彩消耗着社会对这一学派的

信赖，使得道家、法家、佛家等思想能够趁虚而入，寻得一方立足之地。魏晋南北朝时期急剧的社会变

迁和动荡是我国本土的道教与外来的佛教崛起的沃土，前文所讲的人生无常之感，让民众对宗教的供给

需求增加，他们需要宗教带来精神上的慰藉。佛教与道教的广泛传播和巨大影响，不断冲击着儒家经典

教育的正统地位。传统儒学“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情况发生了改变，文人开始有意识地创作神魔题材的

文学作品，《檄魔文》等檄文应运而生，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题材对檄文

的渗透与融入肉眼可见。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僧侣，也成为了檄文创作者中的一员，以檄文这一文体形

式，来宣扬佛法教义精神。他们在创作宗教题材檄文时，通过用典、对偶、排比、夸张、比喻等多种艺

术手法，提升了檄文的文学色彩和可读性，客观上助力了宗教教义的传播，对宗教文化的融合发展起到

了积极作用。 
冯友兰先生曾云：“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中国，亘古亘今，亦新

亦旧……。”[5]钱钟书在《管锥编》一八二中评释宝林《檄太山文》说，“按参观《史记》论《封禅书》……

太山本主生”，“后漠释说入华，流俗渐以东岳之太山与‘六道’之‘太山地狱’混为一谈……于是太

山遂主死”，“宝林此檄，并举两说，浑不觉其矛盾而须斡旋，亦可笑也。”([6]: p. 2085)钱先生敏锐地

指出了此文中存在的混淆生死界限之谬误，同时也清晰地点出了中国本土道教与佛教两种宗教文化之间

 

 

7《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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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碰撞与融合。“后世僧徒常嗤道士剽窃释典之天神帝释，换头面而改名称，如仿‘三宝’而有‘三清’

拟‘四金刚’而有‘四天王’之类；然僧徒所言精怪，实又本诸道士之野语；宝林之《檄》，不啻供状” 
([6]: p. 2086)。这里有关“太山神”的种种貌似混而淆之、融而杂之的表述，实际上反映了中华文明海纳

百川有容乃大的突出包容性、强大的思想整合力和文化调适力。任何优秀的文化思想在中国都能得到认

同，并融合吸收、扎根发展，进而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5. 结束语 

以上，我们依据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中的文本，把魏晋南北朝檄文分为了军事题材、

宗教(神魔)题材和生活题材三个大类，并延伸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檄文的主体——军事题材檄文，从功用和

内容的角度将其细分为声讨揭露类、宣扬军威类、晓谕劝降类等 6 个小的类别，为大家作了一个较为全

面系统的视觉呈现。最后，运用“知人论世”的鉴赏方法，探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檄文创作者的生平经

历和主要思想，宏观地了解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大背景和社会思潮。以檄文为媒介，了解魏晋南北朝这个

时代，也了解了中华文化的博采众长、兼容并包，更了解了中华文明绵延千年而从未中断，并实现永续

发展的文化自信。这对于当下我们如何更好地认识中国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

神，对于增强文化自信自强底气，奋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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